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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黄蟹肥秋正浓，一年
一度螃蟹上市之际，很多消
费者都在怀疑：在水质问题
日益严重的今天，如何能够
保证养殖的大闸蟹像以前
一样不受到污染？带着疑
问，《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来
到上海松江区“三泖黄浦江
大闸蟹”养殖基地，现场参
观了绿色生态螃蟹养殖的

“松江模式”。如今，有着绿
色、生态之名的“三泖蟹”年
年供不应求，远销日本、新
加坡、韩国等海外市场。

记者在松江三泖蟹养
殖基地看到，大闸蟹霸道横
行 ，钳 力 十 足 ，爬 行 迅 速 。
上海海洋大学螃蟹养殖专
家王成辉告诉记者，松江三
泖蟹的成功来自于绿色环
保的生态养殖技术，即“稀
放蟹种、池塘种草、底部增
氧、颗粒饲料和鲜活饵料相
结合，全程不用鱼药”的河
蟹生态养殖“松江模式”。

王成辉说，“松江模式”
力图建立螃蟹养殖的“仿野
生生态环境”，从种源选育、放养密度到水环境技术、人工
湿地和标准化鱼塘建设等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探索。比
如，针对松江当地淡水水质和不同季节，蟹塘里的水草也
经过园艺设计，密疏稀补，在蟹塘底部，一层毛茸茸的绿
毯犹如足球场般，伊乐藻、苦草、轮叶黑藻等多类型水草
错落在水底、水中和水面，形成了立体环境，有效改善水
质的同时，为河蟹生长创造了好的栖息条件；引入黄浦江
上游水源地保护区优质水源，水质经过二次生物净化进
入塘内，采用净排水分离。此外，蟹塘还模拟自然界的潮
汐现象，按照时令，立体式增氧，运用水车式增氧机、循环
水增氧设备等相互配合，蟹塘水实现了微循环。

松江模式还将公母螃蟹按密度、比例搭配，每亩仅养
殖 550 至 600 只左右，每只蟹活动空间可达 1 个多平方
米，足够氧气和养分让大闸蟹运动自如；在饵料投放上，
在大闸蟹的生长前期只以新鲜的螺蛳为食，成蟹后，还加
入冰鲜小海鱼，并辅以玉米做“粗粮”。

最重要的是种源选育，在上海海洋大学和上海市水
产研究所的联合选育下，选用经过 12 年育种而成的第五
代河蟹良种——江海 21，种质纯正，恢复了 20 年前长江
系大闸蟹具有的腿长、额齿尖的优良特征。

据了解，今年气温偏低，不少临湖区域降水量大，淡
水湖泊水位过高，致使大闸蟹养殖数量减少，因而市场价
格普涨。而在“三泖牌”大闸蟹 1182 亩养殖基地内，由于
严格按照绿色生态的“松江模式”养殖，今年预计总产量
约 10万公斤，比去年提高了 20%。

一年一度的采暖季节到来，每到此
时，挥之不去的雾霾会笼罩在很多城市
的上空。燃煤污染是采暖季节最大的污
染源，如何有效控煤成了考验各地管控
能力的竞赛场。地处京津冀都市圈的河
北，采暖期天数约占全年的 30％，却贡
献了全年污染排放的近 50％，实为燃煤
之“疾”。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在
今年冬季到来之前，河北重点开展了燃
煤锅炉改造、燃煤制砖厂的整体取缔、
农村面源污染控制等重点控制措施，使
得区域大气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并继续
向好的方向发展。

2015 年采暖季节即将到来，《经济
日报》 记者来到河北邢台市的国能南宫
生物发电有限公司，看到大料场已经被
棉花、玉米秸秆堆得满满当当。该公司
总经理魏克印告诉记者，这些秸秆都是
从南宫、威县、新河、宁晋等地农户手
中收购来的。通过这些秸秆制作新型生
物质燃料，产生的节能减排效益非常显
著，每年能够消耗秸秆 30 余万吨，节
约标煤 10 万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8
万吨。

南宫生物发电有限公司采用清洁能
源供暖，仅仅是河北解决燃煤之“疾”
的一个缩影。据分管环保工作的河北省
副省长张杰辉介绍，通过有效控煤，
2014 年，河北省煤炭消费首次实现负
增长，比 2012 年净削减 2197 万吨。今
年 1 至 9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煤耗比
去年同期削减 821 万吨，通过最严厉的
节能减排措施，河北大气环境质量有了
很大转变，前 3 季度，河北全省平均达
标天数为 142 天，其中一级天数 23 天，
分别比 2013年同期增加 44天和 12天。

燃煤大户变身减排先锋

河北不仅是华北地区污染排放最重
的省份，同样也是全国污染排放最大的
省份，在污染源的构成中，冬季供暖的
燃煤锅炉被列为首位，既有大型热电厂
的超标排放，又有遍布城市的中小燃煤
锅炉的直放直排。据测算，在同等供暖
单位面积中，通过采用大型新型热电联
产项目供暖，与普通热电项目供暖相
比，能够减少污染物排放三成以上，而
与中小锅炉直放直排相比，能够节约能
源一倍以上，减少污染排放八成以上。

为此，河北把改造燃煤锅炉作为解
决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采取最强硬的
措施推进。其中耗煤 1 亿吨以上、占全
省煤炭消费总量三成的燃煤发电机组是
污染大户，河北自我加压，要求全部
251 台燃煤发电机组在今年年底前全部
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对达标的燃煤发电
厂，给予每千瓦时 8 分钱的电价补偿，
按工程总投资的 4%至 5%给予奖补，同
时，减半征收排污费；对未达标者一律
予以关停。

而对于遍布城镇的中小燃煤锅炉，
河北则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对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按每蒸吨 3.2 万元
的标准进行淘汰补贴，在今年内全部拆
除全省城镇建成区内余留的 3224 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改用大型热
电厂集中供暖或者采用清洁能源供暖。
其中石家庄市财政从 2012 年以来每年
拿出 5 亿元资金实施燃气供暖补贴，到
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 500 万平方米的
燃气替代。同时，今年该市新增 823 万

平方米供热面积全部采用废热、天然
气、热电联产等清洁能源，使落后的热
电二厂、热电三厂等原有污染源相继完
成了关停替代。

石家庄市裕华热电公司生产技术部
调度主任邸向东指着门外的液晶显示屏
对记者说：“通过串联二级吸收塔工艺
脱硫、设置 SCR 装置脱硝、装配湿式电
除尘装置及严控高硫煤等措施，11 月 9
日，电厂各项排放指标为二氧化硫 9.46
毫克/立方米、粉尘 2.26 毫克/立方米、
氮氧化物 18.18 毫克/立方米，大幅低于
国家规定的 10、35、50 毫克/立方米的
超低排放标准，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较之前分别减少 75%、91.25%
和 86.6%。‘燃煤大户’摇身一变，成
为‘减排先锋’。”

新型墙材淘汰砖瓦窑

9 月 25 日 10 时，伴随一声巨响，
保定市满城区抱阳砖厂 40 余米高的烟
囱被爆破拆除。随着河北省关停取缔实
心黏土砖瓦窑第 3 次集中行动的开展，
当日拆除黏土实心砖瓦窑 161 座。至
此，河北省实心黏土砖瓦窑基本退出历
史舞台。

据统计，河北省共有 2780 座实心
黏土砖瓦窑，年生产实心黏土砖瓦近
300 亿块，不仅耗煤 500 万吨，同时占
地 近 35 万 亩 。 由 于 大 多 没 有 减 排 设
施，这些砖瓦窑直接排放大量烟尘、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物笼罩在低
空，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强力取缔实心
黏土砖瓦窑，不仅每年减少排放二氧化
硫 8 万吨、氮氧化物 3.8 万吨、烟尘 5.6
万吨，还能减少取土用地近 3 万亩，对
改善空气质量、保护耕地效果明显。

为此，河北省连续采取了 3 次大规
模集中行动，并派出专人深入现场进行
督导和开展后期拉网式检查，防止被取
缔炉窑死灰复燃。邯郸市是实心黏土砖
瓦窑的重点聚集区，共有 437 座。邯郸
市建立了主管领导挂帅的工作机制，分
片包干，责任到人。通过努力，提前 5
天完成关停取缔任务。

在关停取缔砖瓦窑的同时，河北不
断优化新型墙材产业布局，组织实心黏
土砖与新型墙材产能对接转换，将淘汰
产量转化为新型墙材供应量，发展绿色
建材。目前已经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生产

企业 938 家，年产约 270 亿块标砖。沧
州市肃宁县路庄村村民李冠兴就“尝了
鲜”，他家的四间新房全部采用新型墙
材，不仅造价与实心黏土砖基本持平，
且保温性能好，一个取暖季烧煤 1.5 吨
左右，比以前节省了不少。

清洁能源替代农村散烧煤

要打赢控煤歼灭战，不能局限于城
市，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村。河北是农业
大省，有近 2000 万农民生活在乡村，
80%以上农户散烧煤。环境保护部华北
督查中心专项督查数据显示，河北省农
村地区散烧煤达 3673.1 万吨，占全省煤
炭消费总量的 13%；仅农村冬季取暖就
年耗煤近 3000 万吨，占农村地区散烧
煤的 80%。农村控煤是否取得成效，对
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举足轻重。

“控煤”需控在“源头”。今年以
来，为了减少农村燃煤总量，河北大力
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特别是因地制
宜推广生物质能源、空气能、电能及太
阳能、沼气等新能源方式，对农村燃煤
炉具进行改造。比如仅在农村推广以秸
秆树枝等制成的洁净型煤一项措施，就
节约煤炭 30%以上，减少硫化物及有毒
气 体 排 放 70% 以 上 、 烟 尘 排 放 80%
以上。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尹村镇政府后
院锅炉房，记者看到当地新能源利用公
司的负责人杨小亮正在带领工人为一台
生物质供暖锅炉进行预点火，今年该公
司与山尹村镇政府、山尹村小学及当地
的两家工厂签订了 8 年的“打包”供暖
合同，由其提供锅炉设备、除尘技术和
燃料供应，采暖单位市场化购买。“我
们的生物质锅炉使用的燃料，是秸秆、
玉米皮、林业废渣、花生壳、棉茬等原
料经压块制成的生物质燃料块，不仅没
有污染环境的煤渣，而且烧后的灰末可
以作为钾肥还田。仅镇政府一个供暖季
就 可 以 减 少 燃 煤 600 多 吨 。” 杨 小 亮
说。鹿泉区能源办主任郝为告诉记者，
今年鹿泉区有 1457 户、1000 台生物质
炉具可以使用这种生物质燃料块。

目前，河北正在大力建设洁净型煤
产配体系，不仅一年推广了 200 万台左
右清洁能源炉具，同时形成了 700 万吨
保障供应能力。全年将推广秸秆压块、
打捆直燃、煤改地热和地源、水源热泵
等清洁能源替代，实现农村燃煤清洁燃
烧 800 万吨，清洁能源替代燃煤 200 万
吨，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
40 万吨以上。到 2017 年底，将实现清
洁化利用和替代燃煤 3600 万吨，年减
排二氧化硫 50 万吨、烟尘 50 万吨。同
时，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有效
缓解大气污染问题。

采暖季雾霾来袭，河北采暖期天数约占全年的 30％，却贡献了全年污染排放的近 50％——

河 北 痛 疗 燃 煤 之“ 疾 ”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王 巍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走进广西南
宁市滨湖广场，只见广场两边建设了层
层叠叠的绿化带，这些阶梯式绿化带叫

“多层生物滞留带”，不仅有绿化美化功
能，还能对雨水进行层层截流。雨水渗
透下来后，才能汇入下沉式绿地。此外，
滨湖广场还设有微丘绿化，加装了截污
过滤装置，将滨湖路周边 1200 平方米汇
流面积内的雨水，引入干式渗透塘和雨
水花园进行滞留、入渗、蓄存。利用生物
滞留、渗透等技术措施滞蓄雨水，改造后
可蓄存雨水超过 500 立方米。

过去，“逢雨必涝”“雨后即旱”是
滨湖广场遭受的困扰。广场地面硬化比
例过高，大雨来时无法及时排水，雨后
也留不住水。改造后的广场将砂基透水

材料代替硬质花岗岩铺装地面，与下方
的砖体层和碎石层共同形成 200 立方米
的雨水调蓄空间，即使下大雨，雨水也
不会在地面滞留形成积水。广场的地下
还有蓄水结构，具有净化和过滤的功
能。蓄的水可以供给广场平时的绿化用
水，多出来的水会通过渗透口排到南
湖，比直排南湖的水减少了 80%以上的
污染物。

南 宁 市 今 年 被 列 为 国 家 16 个 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之一。滨湖广场是该
市海绵城市改造示范工程之一，综合
采用了“渗、滞、蓄、净”的方式对
道路、绿地和径流污染控制进行“海
绵化”改造。改造后的滨湖广场可达
到 30.6 毫米降雨不产流、80%降雨不
外排、颗粒物去除率达 70%，可解决
周 边 道 路 初 期 10 毫 米 降 雨 的 雨 水 径
流污染。

在南宁，像滨湖广场这样的示范点
还有很多。位于青秀山风景区北侧的兰
园，居民生活污水、养殖废水无序排放，
水环境污染严重，水生态功能被破坏。
打造“海绵体”后，水环境有了显著改善，
每年节约水资源成本达 200 万元。目
前，滨湖广场、青秀山兰园等 4 个海绵城
市建设项目已经初显“海绵效应”。

据了解，南宁市海绵城市示范区共
有 54.6 平方公里，共包含 192 个项目，总
投资额约 87 亿元，预计将有 56 个项目
于今年年底竣工。南宁力争将城市河
流、湖泊、地下水系统的污染防治与生态
修复结合起来，遇到有降雨时，市政工程
能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雨水，补充
地下水，调节水循环；干旱的时候再把吸
收的水“吐”出来，加以利用。

广西全区城市的自然山水格局基础
较好，城市周边有连绵山体和内河冲

沟，以及大小不一的湖塘水池和自然湿
地等，在吸纳降水、充分利用自然水源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海绵城市
建设的良好自然载体。下一步，将督促
各市加快做好海绵城市的规划工作，严
格实施蓝线控制，保护、恢复和扩大原
有的河流、湖泊等自然水体，开展河湖
水系整治，因地制宜建设雨水收集调蓄
设施。同时，将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通过竞争方式选取区内其他基础条
件比较好、地方政府响应积极的城市、
小区、园区、高校等，给予一定的资金
和政策支持，鼓励各地采用先进的理
念、技术方法和手段，通过一批雨水蓄
积利用与排水防涝重大项目的建设、改
造，实现缓解城市内涝、从源头削减径
流污染、提高雨水资源利用、改善城市
景观环境等多重目标，为城市构建健
康、可持续的水循环系统。

南 宁 初 显“ 海 绵 效 应 ”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本报讯 记者梁剑箫报道：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绿色交
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会议旨在通过分析
绿色交通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障碍，探寻促进
绿色交通发展的路径，为在未来城镇建设中科学构造快
捷、便利、安全的宜居之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与会专家就香港城铁 30 多年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探
讨。据介绍，“轨道交通+物业”的综合开发模式，是香港
城铁 30 多年所采用的成功发展模式，通过规划、建设、营
运、多层次的融资，打造以人为本的绿色铁路网络及社
区。此外，香港铁路公司通过公私合营推进铁路及轨道
交通建设的投融资模式，便于政府更加灵活运用社会资
金，减轻财政压力，同时不会令铁路及轨道交通失去其公
共服务特性。

采暖期燃煤污染是辽宁省冬季的主
要污染源之一。辽宁省环保厅数据显
示：去年辽宁省雾霾天数是 142 天，有
108 天发生在采暖期，采暖期雾霾发生
频率是非采暖期的 4倍还多。

据了解，辽宁省城市集中供热面积
11 亿平方米，一半以上未实现清洁能源
和区域一体高效供热，特别是全省城市
建成区尚余 10 吨及以下小锅炉 2590
台，今年该省下达的拆除任务还有 320
台没有完成。目前绝大部分燃煤锅炉污
染治理设施不完善，超标排放严重。

辽宁省集中开展燃煤设施综合整

治，即“一拆二治三监管”。“一拆”就是全
力确保完成今年计划的 1575 台小锅炉
拆除任务。“二治”就是要开展燃煤企业
综合整治。督促企业加强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管理，确保达标排放。坚决对尚未
进行提标改造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实
施按日计罚等强力措施，严肃查处。“三
监管”就是对重点企业开展夜查和突击
检查。遇到不利气象条件和雾霾发生
时，对重点企业实行 24小时驻场监察。

为增强重污染天气应对的及时性、
可操作性，辽宁对《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进行了修订，并向社会公布。

辽宁多措并举治理采暖期雾霾
本报记者 张允强

11 月 2 日，河北省石家庄热电三厂关停替代项目现场，工作人员调试今年新安装的 16 台 20 吨燃气供热机组。今年石家庄

新增供热面积 823万平方米，将全部采用废热、天然气、热电联产等清洁能源。 郝迎宾摄

经过近 20 年的培育，日前，江西省鹰潭市面积最大

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培育基地——余江县

高公寨南方红豆杉培育基地上百亩 5000 多株红豆杉首

次大面积喜结红果，引来游人前来赏秋摘果。

徐卫华 刘祚保摄

江西鹰潭红豆杉喜结红果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日前从深圳市国税局车购税分
局获悉：今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1.6L 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新政”，带动了新能源汽车和小
排量汽车购买热潮，再加上此前已经实施的国家新能源
汽车免征购置税政策，深圳新能源车辆销售呈现“井喷”
态势。据统计，今年 1 至 10 月份，深圳全市办理免征车
购税新能源汽车 5510 辆，同比增长 581.09%，免税金额
由去年的 950.6万元增加到 12810.46万元，增长了 12.48
倍。

据了解，2014 年 9 月 1 日起，国家新能源汽车免征购
置税政策正式生效。特别是今年 10 月份以来，车购税免
税政策和 1.6L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税等组合政策
持续发力，深圳新能源汽车订单量成倍增加。统计数据
显示，1.6L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政策实施首月，深圳
市国税局车购税分局共为 1918 辆 1.6L 及以下小排量乘
用车办理了减征手续，占 10 月征税车辆总数的 12.6%，
减征税额超过千万元。

政策给力引深圳新能源车热销


